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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謝	

感謝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國家教育學院黃龍翔(Lung-Hsiang WONG)博士在我訪

問新加坡數月時間中所提供的指導與資源，讓我在新加坡順利完成研究。也要感謝

臺灣科技大學黃國禎講座教授牽線，及 NIE Learning Science Lab 教授呂賜杰

(Chee-Kit LOOI)博士邀請我到 NIE 訪問，讓我有機會以訪問學者的身分到新加坡進

行專題研究之旅。還有感謝 NIE Learning Science Lab 陳得聖主任於我在新加坡期間

提供的行政援助，以及感謝 NIE 的 Academic group of Learning Science Technology

系主任陳志誠博士出示邀請函，以利完成 NIE 人事室處理及申辦長期訪問簽證。 

除此之外，在新加坡認識許多研究人員，例如：劉渼博士、陳文莉博士、詹明

峰博士、宋燕捷博士、孫丹兒博士、吳龍凱博士、溫韞博士候選人、卓彥希博士候

選人以及詹熒和張旭娟等多位研究助理，彼此有許多研究方面切磋與交流的機會，

還有給予我許多生活及研究上的關照。除了南洋理工大學之外，也要感謝新加坡國

家大學杜本麟教授邀請我前往新加坡第一學府瞭解國際相關的研究議題。 

最重要的，還要感謝國、內外幾所中、小學。首先是我服務的學校「國立嘉義

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感謝郭義騰校長成全教師專業成長，以及感謝人事室在申辦過

程的所有協助，和同科同仁及教務處在課程上妥善處理。若不是本校校長的支持，

以及行政同仁和同事們的協助，將無法如此有效率的成行。另外，也要謝謝新加坡

未來小學－南僑小學，以及未來中學－SST 提供參訪機會，讓我實際進到新加坡中、

小學教學現場，觀察及探討新加坡使用科技設備加強各種程度學生語言學習現況。 

最後要感謝兩個單位，一個是臺灣教育部提供公費選送教師出國專題研究以及

審查學者的辛勞，讓我在新加坡執行專題研究期間無經濟後顧之憂，特別感謝教育

部中部辦公室專員李偉健先生在申辦期間的所有熱忱協助，對於面臨教師困難時的

熱心處理態度是公務人員的表率；另一個是新加坡華語文教學研究中心提供我認識

新加坡第二語言之現況，並順利完成文獻調研。本篇報告將有利未來整合語言環境

建製與教學，並且提供未來國內教學者及研究者瞭解新加坡語言創新教學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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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英語教學環境與教學策略之推動	

摘要	

 本研究為了實地探訪新加坡英語教學環境，以及探討新加坡教師之英語教學策

略，達到建構優質英語教學環境，評估在學校推動電腦輔助聽力訓練之可行性。由

於臺灣沒有全英的環境，所以聽力訓練多需要透過科技設備來提供學生妥適的聽力

訓練，然而中、小學教師在帶領一整個班級進行聽力訓練時，使用傳統廣播同一套

教材，將難以同時累積程度好與程度差的學生聽力成效。為觀摩國外英語教學環境，

結合情境及資訊科技的輔助，期望了解國外針對各級學生，如何提供適當的聽力訓

練環境，並探討新加坡常用的英語教學策略。希望可透過資訊融入英語聽力環境當

中，從國外發掘創新經驗，找到提供學生適當、即時的輔助，來協助本國學生英語

聽力理解能力。研究發現新加坡「未來中學」善用合作學習於學生英語的交流上，

而且課堂中學生攜帶 MacBook 透過網路合作及面對面討論來加強認知、理解及取得

共識，英語教師則使用電子白板來顯示同學即時傳送上來的訊息或回應。英語教師

藉由現場即時口語回饋或反問的方式，刺激學生反思及聽取關鍵點，達成內容理解

之目的；而新加坡「未來小學」善用行動設備，例如平板電腦或智慧型手機，結合

校園學習情境來強化接觸第二語言之學習機會，將第二語言的聽力及各方面學習延

伸到課堂之外，而且在課堂中老師也善用實體投影機來一邊聽取英語內容一邊註記

給學生看重點所在。除此之外，還有小學英語教師應用線上拼音遊戲在其小三英語

課中；還有小五的第二語言教師使用網路社群，例如 Emodo，來強化學習者的互動，

另一位中學英語教師則是使用 Twitter 在她的英語課堂互動。諸如此類因應時代所趨

的新媒體及科技應用，在人口只有五百多萬的新加坡普及速度快，教師也逐漸接受

多元方式，而非墨守傳統教學，尤其是聽力方面須要結合情境、生動活用，除了傳

統的廣播方式，從新加坡中、小學英語課中發現還有甚多資訊輔助被善加利用。 

關鍵字：教學策略、聽力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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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簡介	

第一節 前言	

為了探討亞洲其他國家如何讓英語字彙和聽力相輔相成，實地探討新加坡英語

教學環境和教學策略的應用。發掘應用多媒體等資訊相關科技於英語教學環境的情

況，期望可建立優質英語教學環境，善用訓練聽力活動之重要輔具，以及適當之教

學策略，提供學生創新學習的適性環境，讓我國學子可在所建構的教學環境中將注

意力著重在「聽」並且注意和語音相關連的各種現象(Vandergrift, 2007)，以真正達到

訓練聽力的目的。換句話說，透過探訪國外在語言學習上所使用的科技輔助及教學

情境後，以善用資訊科技來提升訓練聽力的方便性，以及不受時空限制可隨時進行，

結合資訊與英語兩大領域，提供我國學子適性化之英語聽力教學。 

過去聽力的實力需要非常長時間的累積，尤其臺灣日常生活中鮮少有英聽的情

境，於是本研究希望瞭解他國英語聽力教學方法之後，可透過電腦輔助，建立適當

聽力訓練的環境與機會，讓聽力成果盡早有成效，統整英語教學環境評估結果。 

 

第二節 研究目的	

「聽力」這個議題已經在近年來在語言教學中漸漸受到重視，各種語言檢定例

如托福、多益及雅思等語言測驗中，已將聽力測驗視為不可或缺的一環。聽力除了

在日常生活應用層面以及語言測驗中佔有重要地位之外，學者從研究調查統計結果

顯示高達 51%的受測者認同聽是聽、說、讀、寫四部份中最重要的(Ou, 1996)。聽力

的訓練方式除了透過生活的實際對話之外，對於外語學習者，因為生活環境的限制，

最常採用的方式就是透過多媒體或影片，因此，電腦輔助語言學習(CALL)國際期刊

中有許多電腦科技對於語言學習確有幫助之研究，但是許多英語教師並不擅長於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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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科技融入日常教學中！各種英語教學策略搭配適當資訊輔助，亟待研究人員進行

探討與分享。 

實地探訪亞洲成功學習英語的國家，瞭解英語教學策略的使用情境，探討國外

研單位應用創新科技環境在當地聽力訓練上之成果。尤其過去語言學家或語言教育

者要對學生進行個別化的語言教學有其困難所在，除了人力負荷之外，個別評估也

會花費過大的教學成本，在一般教室中有實行的困難，但是透過適當的學習環境建

置或科技的導入，不僅可以達到適性化教學、強化教室內學習(Enhanced classroom 

learning)，解決傳統語言教學難以達到的目標。 

 

第三節 研究問題	

透過觀摩國外英語教學環境，結合情境或是資訊科技的輔助，了解國外如何提

供適當的聽力訓練環境，並探討國外常用的英語教學策略，以便瞭解國外英語教師

在學習者聽不懂時，如何進行後續教學並讓學生將焦點放在聽力之上，而非只著重

在閱讀或字彙，希望可透過資訊融入英語聽力環境當中，從國外經驗找到提供學生

適當且即時的輔助，來協助本國學生英語聽力理解能力。综合上述，本研究提出三

個問題的研究探討，結合軟、硬體與融入教學策略，可對未來本國中、小學英語聽

力教育環境與方式有所貢獻。 

1. 學校推動電腦輔助適性化英語聽力訓練之硬體設備需求為何？ 

2. 學校推動電腦輔助適性化英語聽力訓練之軟體功能需求為何？ 

3. 適合學校推動電腦輔助適性化英語聽力訓練之教學策略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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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	

探討聽力訓練的相關研究中發現過去研究曾指出多媒體影片內容可提供外語學

習者同時透過看和聽，來彌補只能聽但是卻無充份的語言知識時的理解處理策略(Seo, 

2002)，並且對於聽力訓練不建議快轉或慢轉功能 (Vandergrift, 2007; Derwing & 

Munro, 2001)，以便學習者習慣語音速度和發音中的縮寫(reduced forms)、同化不發

音(assimilation)、元音省略(elision)、重分音節(resyllabification)等等，而前述這些正

好是目前國內學生最缺乏的英聽能力。 

最近，密西根大學有外語研究比較了不同輸入形式對字彙習得(Vocabulary 

acquisition)的影響，分成三種不同影音形式的組別進行學習成果探討，有一組是同時

播放影片、聲音及字幕組(VAC), 有一組是播放影片和聲音但沒有字幕(VA), 還有一

組是播放影片和字幕但是沒有聲音(VC)，研究比較結果指出學習者放最多的注意力

在外語字幕 (Caption)，其次是影片 (Vedio)，最後是聲音 (Audio) (Winke, Gass,& 

Sydorenko, 2010)。 

有學者提出高成就的學生在觀看外語字幕影片時可以把注意力放在語音

(audio)，在語音辨識(aural recognition)的測驗中有較好的學習成果，但是，低成就的

學生就不能確定是否有同樣效果(Markham, 2001)。其原因是假設同步在觀看影片、

聽取聲音又注意字幕，會分散學習者的注意力，因為他們注意力有限，所以可能會

選擇性的注意，難以同時專注於這麼多層面(Robinson, 2003; Wickens, 2007)。另外，

透過資訊系統自動幫學生過濾簡單字彙並提供困難字彙之理解輔助資訊(Hsu & 

Chang, 2010)，使學生在進行個別學習時，可挑選及調整適合個別程度的教材能進行

學習，由於市面上一般的播放軟體並無這些機制，如果除了簡單操作之外（例如暫

停按鈕），還要另外去查詢相關資訊，可能中斷學生聽力學習，無形中對於學生學習

過程是一種干擾，然而，卻可透過本研究結合當地實地教學情況，減少這些阻擾聽

力訓練的因素，預期達成適性化聽力訓練之方法與科技應用和環境建置評估，希望

我國學習者未來在聽力訓練成果上將會日益進步，與國際接軌。結合科技輔助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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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性優質聽力環境，讓更多的臺灣學子不必憂心在日常生活中沒有外語的學習環境

中之聽力訓練困難，反而可從日常生活及教學環境中，諸如觀賞短片並配合系統適

當的輔助功能，來累積聽力訓練次數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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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計畫自民國 100 年教師出國專題研究徵選開始，即開始進行準備。下表

可概觀本研究在民國 100 年期間，1 月到 12 月每個月份的工作事項，以及中間三個

月在新加坡的主要研究流程。 

 
表 1. 100 學年度教師專題出國研究流程甘特圖 

民國 100 年月份

完成事項 
研習前 研習期間 研習後

1~7 8 9 10 11~12
籌備階段 文獻蒐集整理 X X X X X 

尋求研習學府、取得合作同意 X     

申請經費 X     

研討階段 抵南洋理工大學、認識環境  X    

文獻探討  X X X X 

觀摩計畫實施  X X X  

討論交流合作計畫   X X X 

後續擴展 英語聽力環境規畫建議     X 

英語教學策略探討     X 

撰寫研究報告並投稿     X 

論文發表     X 

分享教師專題研究成果     X 

 

第二節 文獻分析法(Documentary	analysis	or	Archival	Research)	

本研究在新加坡教學現場發現新加坡「未來小學」使用行動科技在輔助英語及

第二外語的學習上，因此本研究在文獻調研過程中，特別深入對行動輔助語言學習

的文獻進行分析。例如：圖 2 的左邊南僑小學三年級使用手機在課堂中學習第二外

語，圖 2 的右邊則是南僑小學四年級使用平版電腦在課堂中學習第二外語，至於 SST

中學也是使用 MAC BOOK 於英語課和第二外語課程。主要原因是在眾多科技之中，



6 
 

行動設備具有可攜性及隨時隨地輔助語言學習的優勢，因此本研究特別選定行動科

技對語言學習的影響作深入的文獻探討。換句話說，特別針對行動輔助語言學習進

行文獻後設分析。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法，係由行動輔助語言學習的數年研究資料，

包含中、英期刊與研討會，檢視過去研究結果並客觀地分析、評鑒這些資料的一種

研究方法。本研究搜集相關研究之文獻資料，將文獻資料依照本研究所設立之架構

進行檢驗與分析後，便可以瞭解及重建過去所獲致的結論，以及由分析結果來解釋

現今行動科技發達對學習帶來的創新影響與現況，甚至預測或建議將來之發展（葉

至誠，2000）。 

首先，採取文獻分析法進行資料的分析時，必須先對文獻進行檢閱並且應確定

其可靠性和可信度（葉至誠，2000），不同的文獻，對於研究會有不同的助益或侷限

（鍾倫納，1992），本研究主要的文獻來源為學術期刊。當文獻蒐集及檢證完畢後，

接下來便是重要的分析工作。文獻資料分析法的應用具有幾項特點，包括：其研究

的事件與使用的資料是過去的紀錄、是間接而非直接的觀察、分析的結果，可用以

解釋現況或預測未來（葉至誠，2000）。 

 

圖1、 文獻分析法實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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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參與式觀察法流程	

 本研究為了實地瞭解新加坡中小學英語軟、硬體設備與教學策略，實地瞭解新

加坡背景與進入學校觀摩，因此質性資料方面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是參與式觀察法，

筆者本身是參與者也是觀察者，例如下圖 2 左邊的小學生已經很習慣研究人員在教

室，並且稱呼參與者暨觀察者為「老師」，上下課都會問好。圖 2 的右邊小學生有問

題還會請教參與者暨觀察者，確實已經習慣研究者參與並且上下課都會先問好。 

 

 
圖 2、研究人員實際進到新加坡中小學扮演課程參與者與觀察者 

 

觀察流程首先第一個月馬上親身進入中小學語言教學現場，進行初步的觀察，

屬於無焦點式觀察，包括下面 8 個原則: 

1.目的在於熟悉環境、掌握研究主題的一般特性，以了解研究對象的日常生活及行為。 

2.重點在於迅速產生對研究環境的關心，儘可能以不造成干擾的方式融入環境。 

3.在還不確定該如何表現時，先按照自己在研究環境中應有的行為來行動。 

4.描述記錄物理空間的主要特徵，例如：教室空間如何被使用。 

5.收集相關人和事物的資訊，例如教師的特性，總共有多少學生在一個班，以及學生

是否有什麼顯著的學習特徵。 

6.這些人在空間中的排列或組織形式為何？是否能夠根據觀察，判斷這些人之間的合

作學習關連或關係，並說明研究對象的年齡與性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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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觀察所參訪的中小學個案在做些什麼語言教學活動？是否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8.在這個環境中的感覺為何？是否有什麼事情是無法用觀察的方式明確的說明？例

如學生考試成績等等。 

 

第二個月開始進入第二個階段，是焦點較為集中的觀察，包括下面 7 個原則： 

1.變得比較熟悉研究環境之後，便將觀察的焦點集中在某些特定的研究目標上（教學

所使用到的軟、硬體，以及教師所使用的教學策略）。與新加坡參訪的中小學進行

更為深入的參與行為，同時使用非正式的交談與非正式的詢問。 

2.開始和新加坡中小學的研究對象建立起某種程度的互動關係，並且扮演著潛在性的

圈內人角色。 

3.每一次產生互動的參訪或情境，都是一次機會，讓研究者去認識和研究問題相關的

事物。 

4.逐漸自在地將參與者角色變成一種日常行為，能將注意力放在提出特定的問題。 

5.從研究主題與問題衍生出進一步的觀察焦點，和臺灣的教學現況作比較。 

6.集中觀察的策略從範圍最大的現象開始，逐漸將注意力限制在某些特定的現象。 

7.在所觀察記錄的現象中，進一步找出希望更仔細去觀察的目標。用更具體、有系統

而詳細的方式去收集資料，除了參與之外，還包括錄影和錄音。 

 

最後第三個月，使研究進度能夠聚焦並且繼續深化的重點，包括下面 5 個原則： 

1.重複進行觀察、分析、重新訂出焦點、再次觀察 

2.進行非正式交談與詢問，就與日常生活的一般交談相似。 

3.非正式交談型收集資料法的主要特徵就是要聆聽，而提出問題的目的是為了讓人們

願意繼續發言，小心地將談話導向特定目標話題。 

4.提問題的目的是讓受訪者保持願意、持續說話、閒聊的狀態，在對方保持主動說話

的狀態時，研究者才有空檔趕快想接下來想要進行的目標話題，或維持讓閒聊的

形式持續下去。 



9 
 

5.在進行非正式訪問之前，對研究主題進行一般性的情況了解，研擬要問的問題。 

最後，深入訪談與調查，研究者便成為主要報導人，與教師和學生進行訪談，

以瞭解學生使用課堂教師所介紹的科技，用在輔助其學習上的看法。除了成為主要

報導人，也要成為圈內觀察者，使新加坡研究單位也願意協助我收集資料。然後進

行日常生活記錄，透過在新加坡參訪的中小學語言教學個案學校，瞭解新加坡語言

教育的趨勢，使得研究主題更生動鮮活。綜合言之，為了深入新加坡中小學語言教

學的現況，因此結合行動研究及參與式觀察，由以上各步驟的方式，針對參訪的新

加坡個案中小學，以了解新加坡語言教學的環境建置、教學策略以及發展趨勢，藉

由深入校園，獲得寶貴的第一手質性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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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新加坡中小學參訪	

第一節 新加坡背景說明與學校選擇	

新加坡官方語言是英語，「政府的政策帶領國民語言的發展」，因此早年一些福

建會館的華文學校，近十年來早已轉變為使用全英語教學，於是大大提升英語的使

用率，使得新加坡這幾年和國際之間的商務交流順暢。臺灣的政策配合實情，只將

英語定義為外語，因此在國內使用率大大降低。新加坡現代的中、小學生之家長，

由於早年其學生時期是在這樣的政策之下成長，因此普遍與孩子對話時是使用英

語，甚至在這些家長的學生時期，在學術或校園殿堂都喜歡講英語，認為講華語有

被瞧不起之虞。這情況非常類似早期的臺灣，如果在中、小學講臺語是會被處罰的，

而今我們終於開始在小學強調鄉土語言，這些語言發展都和時代背景與政策拖不了

關係。因此，如果要國民英語聽力強，從日常生活中施行一些政策，例如限定某幾

個場合需以英語進行，就像韓國的英語村一樣，這樣學生實際應用機會增加之後，

成效自然可以逐年產生。 

因此，現在新加坡的英語發展速度快，就像臺灣正式場合多數講國語，新加坡

正式場合多數講英語。但是現在新加坡回頭開始重視第二語言的復甦，就像臺灣也

開始在小學實施鄉土語教學。近年來由於中國掘起，新加坡領導李光耀發現日後子

孫將需要進入中國市場，與講華語的人作生意，因此近年來世界一股華語熱潮，以

商立國的新加坡便盡速從教育著手，於中、小學課程中強調第二外語，多數學生選

擇的第二外語就是華語文。筆者在申請教育部出國專題研究面試時，面試委員希望

我除了注意新加坡英語教學之外，也留意一下新加坡第二外語華語文的教學情況。

很顯然的，在臺灣華語文是我們的第一語言，我們自小就有自然的學習環境，因此

臺灣小學生的國語學習速度比新加坡快，如果和我們的學生交流，新加坡的中、小

學生在華語的聽與說活用上，將會有所收獲。反之，英語在臺灣是外語，加上政府

未直接從政策下手，例如：要求於哪些特定場合使用英語，或像韓國一樣建立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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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等英語環境。因此，我們英語使用率在日常生活中偏低，自然聽及說的活用機會

大大比不上新加坡。語言一定要有情境可以善用，光靠英語課絕對是不夠的。然而

政策的施行所耗費的成本是主要的障礙之一，因此如何善用校園現有資源，來加強

聽力環境的建置，將是我這趟新加坡行觀課的重點。這次我所選擇的學校主要是配

合南洋理工大學國家教育學院學習科學所的研究團隊，進入與該團隊有研究合作的

小學進行觀摩及參訪。下圖 3 即為新加坡國家教育學院的地理標誌。 

 

 

圖 3、抵達南洋理工大學國家教育研究院(NIE: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本研究選擇的學校以有參與新加坡「未來學校」計畫的中、小學為主，如下表 2

所示，配合南洋理工大學國家教育學院的語言研究計畫，供筆者實際進到新加坡中、

小學中瞭解英語及第二語言聽力教學現況，以及如何將現有科技應用在語言教學

上，以增加學生課內、課外之語言學習機會。 

表 2、新加坡未來中小學(Future Schools)「語言」課程觀摩 

學校 觀摩時間 觀摩班級 參與之活動 

NAN CHIAU 

PRIMARY 

SCHOOL  

8 月 1 日起至 10 月 30

日止。 

週二、四或五早上。 

小學三年級 第二外語課(華語課) 

小學四年級 英語課 

School of Science & 

Technology, 

Singapore (SST)  

8 月 1 日起至 8 月 31 日

止。 

中學二年級 第二外語課(華語課) 

中學二年級 英語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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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前述各個實際觀摩的學校之外，筆者亦透過在新加坡當地結交之研究人

員，與其他中、小學接洽，目的是希望於返國之後，可以提供國內有興趣的學校，

和新加坡學校進行語言交換，加強我國學生實用聽力的情境和機會。不必花費昂貴

的機票費將學生送出國，讓我國學生在臺灣就可透過科技的輔助，和遙遠的國外合

作中、小學生進行互動。不僅有助於開擴我國中、小學生的視野，而且提升學生活

用英語聽力的情境和機會。所接洽的小學如下表 3 所示。由於每一年的年底是新加

坡各校舉行小六大會考的時間，因此若有意與新加坡學校交流，應以每一年的上半

年時間為宜，亦即臺灣學期制中的下學期。目前有意願的兩所小學，都希望可以從

最近的二月份開始，該時間適逢是我國下學期開學初，是良好的相互配合時間。 

 

表 3、接洽未來與臺灣中小學「語言」國際交流與合作之新加坡中小學 

學校 國際語言交流時間 參加年級 語言交換媒介 

啟化小學 Qihua 

Primary School 

101 年 2 月 高年級 網路 

先驅小學 Pioneer 

Primary School 

101 年 2 月 高年級 網路 

以下針對表 2 及表 3 所列的各個新加坡中、小學進行簡略介紹： 

一、參訪新加坡小學－南僑小學(NAN	CHIAU	PRIMARY	SCHOOL)	

 南僑國小的學生家長以華人居多，因此學生多是華人下一代，該校位於新加坡

北方，由於新加坡有六大民族融合於同一個生活環境，因此語言接觸機會也較多元。

由於該校獲選為新加坡教育部的「未來學校」經費補助，而且與南洋理工大學國家

教育學院有實質的教學研究合作，因此選為此次觀摩研習的主要學校。下圖 4 左邊

為南僑小學，右邊壁紙呈現該校與南洋理工大學國家教育學院簽屬各項教學研究的

未來學校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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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新加坡未來小學－南僑小學 

 

二、參訪新加坡中學－School	of	Science	&	Technology(SST)	

 這間中學是新加坡新建的學校，目前招收第二屆學生，因此只有國一和國二學

生，該校創立即以「未來中學」之姿吸引眾多高知識份子的第二代就讀。該校每一

位學生都須自行購買一台筆記型電腦(Apple MacBook)，因此家長的經濟水平平均較

高。以實驗中學的模式辦校，因此在教學方面有很多創新。為了瞭解新加坡未來語

言教育趨勢，筆者實際到國二英語課程中觀課，以瞭解更多元的英語聽力教學方式。

下圖 5 最左邊為南洋理工大學國家教育學院助理教授，陳文莉博士獲得新加坡「未

來學校」經費補助在該中學實行英語教學研究計畫，中間為臺灣前往該中學觀摩的

中央大學教授，最右邊則是筆者同行。該校位於新加坡中部，離新加坡教育部以及

華語文教研中心不遠。 

 

 
圖 5、新加坡未來中學－S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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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兩所主要觀摩學校以達成研究者此行之研究目的之外，研究者本身還

有透過其他管道接觸到下面幾所不同的學校，希望可以為臺灣的語言交流找尋可能

的國際合作對像，如前面表 3 所列，各別簡介如下。 

 

三、接洽日後有意願與臺灣國際語言交換與交流的小學－啟化小學(Qihua	Primary	

School)	

 啟化小學並非新加坡教育部「未來學校」專案補助的小學，華人第二代人數也

不像南僑小學那麼多，下圖 6 為研究者實際拜訪啟化小學所留下的校園一角。因此

在第二外語課程中，平均一個班只有二十位上下的學生是修習華語文。換句話說，

如果臺灣有國小願意與啟化小學進行中、英語交換及同儕互動與指導，在人數方面

建議要商討及配合，以一對一而言，建議臺灣的小學如果一個班級人數較多時，可

以採用「自願」的方式來徵求學生參加交流機會。學生不需花錢找補習班就可以有

真實聽力與口說的練習機會，並且建議一開始參與此類語言交換的學生以分級教學

中的 A 班高年級生為主，再逐漸往下推廣。尤其臺灣在英語教學方面仍有些許城鄉

差距，如果學生尚無足夠基本能力與對方國家學生作聽力及口語互動練習，則建議

先於國內強化英語的聽說。筆者希望藉由此行，為國內中小學留下使用科技輔助國

際語言交流之契機，以讓我國學生使用英語的機會增加，使得所學的英語在生活中

有實際用到的機會，消除學生學了不敢用的膽怯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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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啟化小學 

 

與筆者接洽的是啟化小学華語部主任周恩國主任，該校也曾經使用網路與日本

的小學進行過語言交流，因此該校科技設備無虞。只要國內任何一所中、小學具有

網路通訊設備，且有意願讓學生練習與外國人對話，透過任務導向學習的模式，練

習聽力及對話，皆可透過筆者和對方連繫與接洽。 

 

四、接洽日後有意願與臺灣國際語言交換與交流的小學－先驅小學(Pioneer	

Primary	School)	

藉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國家教育學院呂賜杰教授的牽線，由新加坡教育部的

專員發信給新加坡中、小學，尋求有意與臺灣學校進行英語交流的學校。先驅小學

高年級級長賴瑩老師(Lai Yin)主動回覆該校有意願參與此活動，然而該校尚無充足的

WebCAM，因此需要到 2012 年始有充足設備可以進行語言交換與活用機會。加上該

校於 2011 年 12 月將更換校長，尚不知道新任校長對於使用資訊科技來進行國際語

言聽力及口語應用的支持度。但是該校表示歡迎 2012 年 2 月起，兩國學校互相討論

進行方式。下圖 7 為國際人士訪問先驅小學的照片，顯示該校目前對於以國際交流

來進行學習及擴展學生視野之支持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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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先驅小學(取自 http://www.pioneerpri.moe.edu.sg/ ) 

 

由於筆者在國內還有協助指導小學英語教師在職進修碩士，小學英語教師本身

也非常贊成此類實際應用外語進行國際交流的活動，以及認同其意義性。除此之外，

國內許多國小的資訊設備建設也相當充足，許多教師對於使用科技的新方法也有嚐

試及求進步的意願，有了這些伙伴，相信對我國未來中、小學生語言程度多有助益。

因此，筆者此趟除了完成研究主題之外，也主動為我國將來學生之英語國際互動尋

找契機。 

 

第二節 觀摩中小學過程與心得	

 100 學年度開始的第一個月，雖然還是臺灣中、小學暑假時間，由於在新加坡

有熟識的研究團隊，因此，研究者已支身抵達南洋理工大學國家教育中心(NIE)。首

先研究者探訪學習科學所(Learning Science Lab)的所長陳得聖教授，以及各個研究

室，並從探訪中尋找資源，以便除了參訪新加坡的小學之外，也可以找到資源可參

訪新加坡的中學。由呂賜杰教授推薦，從國家教育研究所(NIE)陳文莉助理教授那邊

發現她在 SST 國中(Secondary School)進行關於電腦輔助合作學習(CSCL)之英語學習

研究，非常適合此趟前往新加坡探討英語學習策略的目的，陳教授也同意我加入及

觀摩她團隊正在「未來中學」進行的研究計畫。另外，也完全融入黃龍翔研究員團

隊在新加坡「未來小學」之一的南僑小學所進行的第二語言(華語文)研究。 

「未來學校」乃是新加坡教育部為了促進中小學使用創新科技進行教學，所推

出的計畫，由於還結合研究機構，因此可避免補助經費只流於購買創新教學科技設

備，卻放在中小學內沒在用，導致無實質促使教學方式進步之意義，研究與教學結

合之最終目的希望達成樂學與善用。呂賜杰教授在我返國之後即將接任新的研究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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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所長，該研究所並沒有收研究生，他們主要研究任務是確認並將試行優良的數位

輔助學習推廣到所有中、小學，意即實際橋接(Scale up)，以免只停留在研究階段，

卻沒有實踐普及，這個研究所即將實行的是一項對泛化很有貢獻、有影響力的任務。

由於新加坡是小國家，在推展科技強化各種學習這部份，資訊設備的普及度領先了

美國等先進大國。反觀我們臺灣也是人口較少的國家，而且比起新加坡還有電子科

技產業的優勢，相信只要方法正確以及專業研究員和教師共同投入，中小學學校教

育施行政策配合，我們不難在科技融入教學方面達成具貢獻的成果。 

本研究者一抵達新加坡研究機構沒多久，為了與實務結合，於是馬不停蹄地盡

早進入中、小學進行觀摩與研究。第一次參訪南僑國小，筆者的感想是新加坡對於

中、小學語言學習的研究，非常重視研究者與教學者的結合。在臺灣除非是教學者

本身在進修或具有研究精神，否則因為教學進度與教材內容等等準備工作繁重，不

容易將教學與研究結合並分享出來，這就是為什麼在臺灣往往研究是研究，但是教

學是教學，教師也各教各的，要達成泛化的中間，有一個大鴻溝。新加坡教育部配

合大學研究單位申請的研究計畫在中小學推展「未來學校」，凡是獲選的研究計畫及

中小學皆可獲得經費補助，讓兩個單位結合，合作進行教學探討，不只在實際課堂

之中有研究員進入教室之中配合、輔導、協助第一現場的中小學教師使用創新的方

式教學之外，南洋理工大學國家教育學院學習科學所的無縫學習團隊(Seamless 

Learning)也有進駐兩位以上的全職專案研究助理到南僑小學中，該辦公室裡還有一

位該小學的教職員，讓小學校方和研究機構之間的合作與溝通順利無虞。研究單位

和該小學校長之間的默契與遠見，以及與教育部之間的配合，已再再令我理解為何

學習科技的研究可以進展神速的關鍵。全職研究助理在小學上班，與中小學教師密

切合作，以及具有充份時間討論。而且參與的教師除了是因為校長的指令之外，還

有對創新教學有興趣的自願教師加入，這種情況在臺灣實在不多見，但是確實是讓

教學第一現場可以實際和研究單位合作的良好模式。 

下圖 8 為我第一次參與南僑小學第二外語課程的照片，當然一般學校不容許陌

生人進到教室，我是和南洋理工大學國家教育學院學習科學所黃龍翔教授的研究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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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一起進入教室實行第二外語研究，筆者認真參與及收集資料。黃龍翔教授是其中

一位研究計畫書獲得新加坡教育部「未來學校」(Future school)專案經費補助(同時南

僑小學也獲得未來小學經費補助)，由小學及研究單位共同實行此一「未來學校」計

畫，我融入其研究團隊，成為其中一名研究員。下圖照片中南僑小學第二外語教師

在得知有此計畫時，自動與黃龍翔教授連繫，希望參與此行動輔助第二外語學習之

創新教學活動，獲得同意因而在該教師課堂中實行研究計畫，南僑小學上至校長、

下至行政團隊都非常支持，雙方配合愉快，教師不只專業成長，「未來學校」研究也

得以順利進行推展與觀察。 

 

 

圖 8、學生使用智慧型手機輔助語言學習不一定要固定課桌椅位置 

 

每次到中、小學進行研究或參訪之後，回到研究所我們就會進行簡短的會議討

論。除此之外，進駐學校的專任研究助理，也會固定一週返回研究所一次來進行共

同會議討論。以下舉筆者在南洋理工大學國家教育學院學習科學所的會議討論為

例，圖 9 左邊所示，討論呂賜杰教授團隊計畫在南僑小學 4 年級分三組(3 班)進行第

二語言教學計畫，並準備兩份表單，一份用來調查「家長」在這個二語學習中的影

響，另外一份用來調查「校長」及「老師」在這個二語學習中扮演的角色。由於家

庭教育在語言學習中扮演重要角色，為了讓學生瞭解其父母對這個第二語言或外語

所知的程度，以及知道父母教的是否是正確的用語，因此，將學生家長也列入第二

語言學習的研究探討對象之一，目的在於確認學生回到家庭之後是否仍可延續學校

學習，在日常生活中有該語言的對話對象。在臺灣如果能力足夠的家長，時有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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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在家裡和孩子英語對話，相信孩子的聽力也會有舉足的進步。 

 

 

圖 9、國家教育學院團隊對 SST 英語課現況討論(左)；SST 學校代表報告(右) 

 

在臺灣很少見到研究者如此重視「家長」在學生語言學習中的影響，探討家長

參與度對學生學習的影響。這個研究計畫希望比較學生從學校正式教育所學的知識

(Formal knowledge)，和從父母之非正式教育中所學到的知識(Informal knowledge)之

間的關係。透過此一混合式學習(Blend Learning)的循環，不只符合實際學生學習情

況，除了讓學生在學校學習之外，甚至學生還可能回家教自己的父母或更新父母的

知識內容。所謂的混合式學習(Blend Learning)，結合了學校的正式學習(Formal 

Learning)以及校外的非正式學習(Informal Learning)。新加坡不只在語言學習上實行

無縫式學習(如下圖 10 左圖)，也藉由科技的輔助(如下圖 10 右圖)，推展到科學的學

習中，例如：學生先在教室中學習投影片教材內容，然後實地到野外觀看蝴蝶並用

手機拍照，再回家整理野外收集到的資料並上網搜尋教材或資料，最後回到教室中

學習。這樣一再循環，結合了教室內、外的情境，結合的學生在學校和校外的時間，

讓學生的學習情境沒有中斷。我認為語言學習情境，更需要沒有中斷！尤其英語在

臺灣是外語，往往英語課下課之後，就再也沒在用，因此，配合科技應用建立語言

學習情境，應是各中、小學應該重視的一環！學生語言好，各分面的競爭力將有機

會隨而提升，日後成為我們國家棟樑，站上世界舞台可來去自如並發揮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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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南僑小學結合行動學習以達成無縫式學習(Seamless Learning) 

 

前述都是新加坡所見到教育方面正面的影響，事實上筆者也有發現一些問題，

可以作為我國借鏡。例如：陳文莉教授在 SST 中學進行的英語及第二語言（華語）

研究，遭遇到研究中途參與教學研究計畫的中學教師離職或調校，於是改由其他教

師參與，此時出現了教師態度的問題。例如：和兩位華文教師共同討論考試和課程

時，希望華語文教師準備 100 分鐘課程，但是他們只準備一半(50 分鐘)。除此之外，

辦理研習指導教師使用合作學習工具（名為 GS），以輔導教師如何引導學生合作學

習，結果參加研習的老師也太晚到，而且往往該教師自認為自己知道什麼是合作學

習，可是，實際上他們瞭解的只是表面，以為學生分組就是合作學習，無法實際達

到教學策略效果。事實上教學活動安排與分組分式還有教師引導都相當關鍵，呂賜

杰教授聽完研究員的報告之後，認為因為該中學是新加坡的未來學校 (Future 

School)，應該向該校校長及新加坡教育部未來學校(Future School)辦公室反應教師態

度問題，以便藉由督促與鼓勵來嚐試看看是否可能改變教師的配合度。這類研究者

和教師之間合作的問題，在新加坡仍是難免有發生的時候。在我的觀察中，新加坡

南僑小學的教師配合度很高，加上從校長到下面整個行政團隊積極支持，完善地將

科技融入教學之中，順利結合「未來學校」研究與創新教學。但是前述的中學之教

師，就未必有如此完善地結合研究與教學，所以研究人員將可能面臨實行困難，這

也是為什麼我在該中學實際參訪的機會不如南僑小學那麼多的原因之一。雖然如

此，由於該中學為新加坡新創立的學校，西元 2011 年該校第一屆學生就讀國二，每

位學生每天都帶一台 MacBook 筆記型電腦上學，是新加坡具有指標性的中學，參訪

的人無數，並且不隨便接待任何想參訪的人，由於南洋理工大學國家教育學院的帶

領，有幸成為其中一位訪問者。下圖 11 為其中一次參訪時，該中學正式以簡報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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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校，筆者參與其中（為圖 11 由左數來第三位)。 

 

 
圖 11、訪問新加坡未來中學－SST 

 

SST 中學網址為 http://www.sst.edu.sg/ ，不論在英語課、華語課、自然科學課、

歷史課都使用到資訊科技設備，所以每位學生每天都會帶 MacBook 到學校上課，其

中我所參訪的英語課，學生使用攜帶的筆記型電腦，4~5 位學生坐成一桌，面對面討

論之外，一人一機可直接連上 GS 伺服器進行合作討論與建立討論組織架構，如下圖

12 所示。英語老師全程全英授課，同學之間也以英語交流討論，期間教師的引導非

常關鍵。由於 SST 有別於一般學校的傳統教學，因為尚無畢業生，因此姑且不論學

習成就是否領先，但是學生的發表能力、溝通能力、組織能力以及合作能力在現場

都明顯有很優良的表現。這些社會能力在一般校園當中的傳統教學，不容易養成，

尤其是固守傳統教學的傳統教師所教授出來的孩子，但是，在 SST 卻很明顯人人都

相當活躍。舉例來說，使用 GS 工具(電子化的便利貼)，在英語課程中的目的是要加

強學生之間的互動(Interaction)和社交能力(Social skills)，希望先讓學生個別進行探討

問題之後，再合併及合作討論，不過這樣的教學策略雖然強化學生之間互動，但是

若在臺灣實行，主要的挑戰可能是課程時間是否充足。 

 
圖 12、SST 英語課善用合作學習(一班教室中學生每人一台筆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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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在新加坡實地觀察課程教學仍有發現些許問題，例如：教師有時浪費一些

時間在讓學生猜測或偏離主題，應該提醒教師要將重點放在教學主題。除此之外，

還曾面臨 GS 伺服器當機等 ICT 或資訊科技軟、硬體問題，由於教師是語言專長並無

資訊專長，因此造成教師的教學不順與挫折。雖然新加坡國中有設立資訊處理人員

於校內，但是卻仍可能因為資訊處理人員對研究人員所引進之軟體操作不熟練或未

事先進行系統確認，等到正式上課時，一旦出問題就浪費了一次課程時間。這成為

我們在臺灣執行電腦輔助合作學習(CSCL)的借鏡。未來可以指導語言教師如何善用

資訊設備在教學期間執行合作學習，因為多數的語言教師對於合作學習的瞭解不夠

深入，甚至誤以為學生分組就是合作學習。例如：新加坡的英語教師們也都認為他

們知道什麼是合作學習，然而事實上他們卻不懂如何將教學策略實際活用於教學之

中，表示他們所知的合作學習仍是相當表面。 

過去臺灣的英語教育為何讓臺灣人托福平均處於亞洲倒數第二名?可見我們的

英語教育有再求進步與努力的空間。倘若還有英語教師過於本位主義，無法接受新

刺激，自我優越而看低他人能力及善用科技的各種方法，以為自己最強、自認為一

成不變的教學方法成效最佳，這樣將不只教師本身失去如「海棉」一般的吸收及虛

懷若谷的態度，也讓下一代喪失不同學習管道及創新學習的機會。以英語聽力為例，

舊有方式當然「多聽」就是不二法門，那是自然不變的。所以，並不是說聽廣播不

好，並不須要拋棄舊有的方法。而是除了舊有的方法，例如：聽英語錄音機或廣播

之外，我們需要瞭解其他各種教學策略的實行情況及更多不同科技的輔助效果，目

的就是為了「及早見效」。也就是讓原本要持續聽好多年才會有成效出來的，因為我

們善用科技、環境的建置以及適當的教學策略，讓學生對於各種縮減音、常用語或

各種情境用詞的習得更有效率，達到輔助的目的，使學生有學習成就、增強學習動

機與樂趣。 

  



23 
 

第三節 修課成長	

一、互動學習環境課程(Course	of	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課程參與證明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國家教育學院任課教授呂賜杰教授開立旁

聽課程證明，如附件所示，下圖 13 為呂教授說明未來學習的趨勢。下圖 14 為研究

員實際參與該課程討論的記錄，該門課程是國家教育學院(NIE)開給該校碩士生以及

在職碩士生修習的，原本研究人員非該校學生是不能正式修課的，但是在呂賜杰教

授的協助之下，研究人員不只可以全程參與課程，而且可以取得所以教材資源及網

路資源。旁聽證明如附件所示。 

 

 
圖 13、呂賜杰教授於 The course of 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教授學習的趨勢 

 

同時該課堂上許多修課研究生本身也是新加坡的中小學教師，國外大學課程進

行方式以學生討論為主，在和這些新加坡中小學修課的教師討論期間，有機會可以

深入瞭解他們在他們服務學校如何善用或建立學習互動環境。例如下圖 14 左邊是為

了符合兩位小學教師的報告主題，特別去大學借用符合教學情境的場域來進行報

告，可見在互動學習環境的建置中，情境建立是重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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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旁聽互動式學習環境課程 

 

上圖 14 右邊是最常與我進行討論的四位同學，最左邊一位是小學的英語女教

師，左邊第二位是小學的華語男教師，我是右邊第二位，至於最右邊那一位是在大

專資訊科教書，他常錄影教學內容放到網路上去，是非常支持多媒體教學的一位教

師。每週 3 個學分的課程在每週四晚上六點到九點實行，主要都在電腦教室進行，

如下圖 15 左邊所示。下圖 15 右邊是一位小學音樂教師分享多點觸控的人機介面在

其教學上可以如何活用，在不同的學習互動科技分享，以及不同教學科目，可以發

現不同學科有不同創意。 

 

 
圖 15、參與互動學習環境課程中聽取其他新加坡中小學教學分享 

 

研究人員特別注意同班當中在小學或中學擔任語言教師的教學經驗分享，下圖

16 這一位新加坡中學英語教師陳老師，從英語教學中探討學生如何藉由她融入課程

中的互動科技去自然習得英語，將於下一節的結果討論中作進一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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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新加坡中學英語教師報告她在中學英語課堂中使用互動科技 

 

二、PDL	

這一門課配合我的研究計畫內容，因此決定進行行動輔助語言學習的文獻調

研，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國家教育學學習科學所的黃龍翔研究員指導，不只對行

動輔助語言學習的研究有更深入的探討機會，而且對於第二語言習得方面的相關研

究也增廣許多見聞。實際到訪新加坡華文教研中心，如下圖 17 所示。 

 

   

圖 17、南洋理工大學新加坡華文教研中心參訪與修課 

由於行動科技具有輕便的可攜性，往往結合無線網路，例如 3G、WiFi 或是

WiMax，以及通訊功能，因此漸漸成為受矚目的學習媒介。除了結合一般教室裡的

學習，例如電子書或其他行動輔具的功能，還可以強化課外學習機會，讓學習者不

論何時何處，都可有效率地取得所需要的學習機會。尤其是語言學習，常常需要搭

配場合與情境，端靠教室內的學習是不夠的，當要真正在生活中活用時，遇到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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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問，有了結合學習之行動載具，就好像有個隨身助教在身邊可以查詢或詢問，然

而現今行動輔助語言學習到底發展到了什麼地步呢?需要藉由文獻分析來探討許多

關鍵的層面，例如所使用的教學方法，以及科技的應用方式等等，以利於未來行動

科技和語言學習更成功的發展與結合，成為方便輕巧且具有語言輔助學習效果的可

攜式智慧型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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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果與討論	

 這三個月的研究，對筆者來說是一段特別且收獲良多的經驗。第一次一個人在

國外生活，研究者的積極態度，於八月一日飛機一抵達新加坡，當天就馬上到南洋

理工大學國家教育學院報到，快速融入當地環境。南洋理工大學研究團隊的資源，

帶筆者深入中、小學及其語言相關研究計畫。新加坡的學校都是使用英語教學，筆

者第一次在這樣的環境中工作，研究期間雖然有辛苦但也很快樂，有許多感動、體

會與發現，感謝教育部所提供的教師出國專題研究機會，以及審查委員及學者們青

睞。感謝這些學校、老師們的熱心協助，讓我有機會參與課堂、回答我的疑問，所

以可以看到不一樣的教育環境，可以對教學有更多思考，可以有所成長、有所收穫，

筆者在新加坡連週末假日都持續進行研究，除了個人專業成長之外，並將所得到的

收獲分享出來，希望可以帶來一些啟發。 

關於英語教學，筆者發現許多教師們固然事先勾畫學生學習的可能途徑，然而

學生實際不一定需要直接按該路徑去學習，這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現今所謂的

「學習科學」一詞，乃是探討學習者怎麼獲得學習，有沒有什麼我們原本不知道的

方法，未來可應用在教學中強化學生學習，筆者所在的研究單位「學習科學所」

(Learning Science Lab)主要探究的就是這一方面的議題。因此，建議語言教師在教學

過程中，需要藉由「實踐」「反思」「改進」，再回頭「實踐」，如此不停循環

與不斷地修正，而不是盲目於教師的自我優越感之中。從新加坡「未來學校」發現

除了重視學生學習動機的維持等課題之外，如何鼓勵教師有效運用科技在外語或二

語的聽力教學上，以「教」為手段，「學」為目標，使學生得以實際「樂學」後「善

用」。尤其語言一旦沒在「用」，就會忘。為了避免學生剛開始的熱潮或學習動機消

退，因此需要時常注入新議題、活潑的新教材，甚至與現今相關的各種科技妥善的

應用，以持續刺激學生的學習動機。除此之外，還需要讓學生學得快樂，並且真的

學到，也就是「樂學」的過程，值得教學者特別注意！過去傳統的方式，只適合特

定族群，卻讓另一群人(尤其是低成就學習者）因此對英語產生恐懼、甚至放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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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日常生活中無法實際使用。新加坡教育部提倡的主要理念是「樂學」與「善用」，

前者指的是學校學習，後者指的是校外學習，將校園中的正式學習(formal learning)，

和課外的非正式學習(informal Learning)，結合成無縫式學習(Seamless learning)的循

環。為了達成這樣的目的，新加坡融合科技到語言學習當中，尤其是行動科技。因

此，首先本研究配合修課，進行行動輔助語言學習的文獻分析，從各種研究中整理

出行動輔助學習在語言方面的實行方法，有下面幾類。 

 

第一節 行動輔助語言學習文獻分析結果概述	

常見的語言教學法有團體練習法(Curran, 1997)、直接教學法(Diller, 1978)、自然

教學法(Krashen & Terrel, 1983)、啟示頓悟法(Lozanov, 1982)、聽說教學法、溝通式教

學法(Brumfit & Johnson, 1979; Finocchiaro & Brumfit, 1983)、全身肢體反應教學法

(Asher, 1982; Richards & Rodgers, 1986)、默示教學法(Gattegno, 1972)、視聽語言教學

法(Larsen-Freeman, 1979)等等。其中，到了近代由溝通式教學法結合其他教學策略，

衍生出常見的合作式語言教學法、任務導向語言教學法(Richards & Renandya, 

2002)、情境式語言教學法(Dewey, 1929; Pittman, 1963; Winn, 1993)、內容導向教學法

等。本研究整理與分析行動輔助語言學習的研究，發現現有的研究有結合行動科技，

所使用到的教學方法或策略主要有：合作學習、個別學習、情境學習、溝通教學法、

探究式學習。這些教學方法都是既有教學法的延伸應用，相信語言教師並不陌生，

其中以個別學習和情境學習在行動輔助華語文學習的研究中占較高比例，其次是合

作學習與任務導向學習。換句話說，可以說近代合作式語言教學法、任務導向語言

教學法以及情境式語言教學法是最常或最成功被應用到行動輔助華語文學習研究當

中的。除了以上教學策略之外，我們還要進一步從文獻研究中發現行動輔具有哪些

特質，是可以實際應用在語言學習上面的，以供後面應用者參考。 

當研究者以語言學習者的觀點，來看行動輔具的特質(Mobility features)，從文獻

中總共可分出五大類，分別是「資源提供與輔助」(Referential content)、「社群交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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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connection or communication)、「資料蒐集工具」(Data collection)、「內容建構

導向」(Content-based construction)、｢情境感知」(Context Awareness)。以上五種行動

輔具的特色以及和語言學習相關的應用層面，個別詳細解釋如下。 

 「資源提供與輔助」(Referential content) : 學習者可從行動設備觀看學習教材資

源或測驗。 

 「行動連線」(Social connection or communication) : 學習者可從行動設備和其他

人連線或溝通、求助或討論(Kiernan & Aizawa, 2004)。 

 「資料蒐集工具」(Data collection) : 學習者可針對學習目標使用行動設備進行資

料收集與儲存，例如進行拍照或攝影等等。有研究拍完照之後，針對照片情境

以第二語言造句，然後放到網路社群上與同學分享 (Kukulsa-Hulme, 2009; 

Kukulska-Hulme & Shield, 2008; Petersen, Divitini & Chabert, 2008; Cavus & 

Ibrahim 2009)。 

 「內容建構導向」(Content-based construction) : 學習者可直接在行動設備中進行

內容編輯及建構，例如影像處理或文件編輯(Joseph, Binsted & Suthers, 2005; 

Hasegawa et al. 2008)。 

 「情境感知」(Context Awareness) : 學習者可配合所處情境取得相關的語言學習

內容或輔助(Ogata &Yano 2004; Markiewicz, 2006)。全球定位地理資訊系統或者

結合情境和擴增實境互動(Liu & Chu, 2010; Kurti, Spikol & Milrad, 2008)。 

本研究文獻後設分析結果發現早期大都是透過行動載具去取得輔助資源(如教材)

以及使用行動設備進行社群交際等基本特質。到近年則開始投入許多內容建構和情

境感知的特性，尤其是智慧型手機在近兩年大為普及，不論 3G 上網、定位，或輸入

資料、拍照或攝影都非常方便。當然，多年前的行動特質也沒有因此不被使用，這

些研究再再顯示數位學習在語言學習中仍是扮演重要角色，尤其語言學習往往需要

情境輔助，行動輔助學習是個值得參考的方法，比起原有傳統課室內的語言學習，

讓學習者有更多的語言環境之曝光率及使用率。當然，課室內的學習仍是非常重要，

並不建議因此捨棄過去語言的學習方式，數位學習和傳統學習並不互斥，反而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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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輔相成，甚至行動學習還可以融入課室內學習，輔助或加強語言學習成效。綜合

言之，從文獻整理出這幾大行動科技對語言學習的輔助方式，希望對於國內未來語

言教學的活用與創新性有所助益，尋找適合我國學生的方式，設計到學習活動之中。

尤其現在行動設備可以存取多媒體教材，例如聽力練習網站、或各種聽力訓練的短

片。 

第二節 新加坡中小學參與式觀察結果與建議	

新加坡的「未來學校」(Future School)是藉由教育部補助特定幾間中小學，補助

使用創新科技於各項學習的計畫，視實行成效之後，再擴大到他校，非常類似過去

臺灣俗稱的｢實驗學校」，但是「未來學校」之名，更人感受到教育科技之創新與改

革。研究者此趟新加坡行，即是參加了未來小學南僑國小的英語及第二外語（華語

文）計畫，以及未來中學 SST 的英語電腦輔助合作學習實行計畫。藉由學校由上而

下的支援，以及學生的學習態度、教師的教學態度等等，期望學生除了在課堂上使

用華語，也必須在日常生活用得到，如此語言的習得才會自然發生。也就是藉由｢情

境」加「概念」才可支持及輔助所習得之語言的應用，要產生這樣自然的轉換過程，

須引用社交語言學之研究領域。 

 

一、觀察教學中所使用的「硬體」設備	

臺灣過去的外語學習情況就是在生活中融入的不夠，既然大環境難以改變，就

先製造「小環境」，從網路、從多媒體、從校園、從教室、從各項活動開始，甚至學

習新加坡，從積極主動參與的學校之中抽選「未來學校」計畫來開始實行。這個理

念和韓國建立英語村很類似，從製造小環境作起，現今臺灣中、小學也在校園中佈

置不同國之間用語的對照，因此，校方如何積極讓小環境發揮作用，是很重要的語

言學習議題，但是那主要只對字彙有幫助，對聽力卻是幫助不大。更重要的是，如

果只是放任學生而沒有積極引導，英語老師應該探討在聽力活動中最少參與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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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麼原因造成。畢竟聽力訓練的環境及策略，最終目的不是只為了高成就學生而

設置，且有別於以為只探討平均的泛學，希望從兩邊極端的分析來帶領「平均」往

上提升，例如現今透過辦理英語各項競賽來提升語言活動，固然有一定的助益，尤

其是對於高成就或優秀選手的培訓，但是還是無法對於那群學習較落後的學生有積

極的作用及效果。以下針對新加坡語言學習課堂中使用到的各種硬體設備作一一說

明，分別有：投影機、實體投影機、電子白板、筆記型電腦（MacBooK）、平板電腦、

智慧型手機，以及電腦網路等方面。 

國內現今常見的教學硬體設備之一是電子白板，只要善加利用，例如設計遊戲

式教學給小學生從活動中學習聽力，都可以促進學生學習聽力的意願。下圖 18 則是

南橋小學使用實體投影機設備，教師直接將題材播放出來，一位女同學自願到前面

去與台下學生互動，例如下圖照片中有學生舉手，希望回應台上的學生。所有傳達

的英語訊息，都藉由學生跟學生之間的互動，師生自然理解對方傳達的意思，由教

師從旁適當引導，聽力的教學不建議全部由教師一人主導，或只有播放廣播。圖中

的教師先請同學看教材(例如:字幕)或講義稿，將自己不懂的單字或句子作記號

(Highligh)，期間老師會在教室走動，看看同學有沒有在讀及作標記，並說明完全沒

作標記的同學，表示都已經會了，請指導隔壁同學作標記的地方，所代表的意義。

看完教材之後，師生開始互動，請同學說出他標示的地方有哪些，老師和學生一樣

直接用螢光筆標記，從實體投影機同步呈現給全班(這是實體投影機方便之處)，很快

可以整合全班主要是哪些字彙學生不懂，於是開始討論學生所標示出的問題，有時

也會用到白板輔助說明，但是不會從頭到尾都是老師在講，老師的教學方式是以問

答的方式來引導學生，以及加強互動。互動過程中，師生都是採用全英的對話，沒

有參雜任何其他種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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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新加坡未來小學－南僑小學之教師使用「實體投影機」教英語 

 

研究人員發現在臺灣英語課通常主要是英語老師的聲音，但是在新加坡的英語

課堂中，以臺灣的標準來講可以說是非常不安靜的，因為很多「學生的聲音」。新加

坡雖然位處於亞洲，但是因為多民族性因此相對較為西化，連教學方式也比較西化

的討論模式，不像東方國家強調課堂上學生一定要安靜聽課。他們的老師也是會管

理上課秩序，但是花許多時間走下台去和學生交談，學生和學生之間也一直交談課

程主題相關話題。以 SST 中學英語課為例，如下圖 19 最左邊顯示教師會一組一組去

互動，以瞭解各組的聽力理解情況；下圖 19 中間顯示一位學生代表該組到前面發言，

教師引導發言的學生闡述其理解情況；下圖 19 最左邊顯示英語教師使用電子白板總

整理各組的理解成果。 

 

 

圖 19、SST 中學英語課(學生使用「MacBooK」、教師使用「電子白板」) 

 

事實上新加坡這些觀摩學校，並非因為研究者三個月參訪他們才特地使用這些

科技設備來輔助教學。而且它們確實是語言課程，那怎麼會使用這麼大量的科技設

備在課堂中？令人驚豔。新加坡此時此刻正在進行「未來學校」計畫，研究者適逢

其盛，學生及學校設備都充足，有幸參與這些現場活動，藉此觀察到國外生動活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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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各類科技設備在英語或第二語言的聽力教學上。在 SST 中學觀察英語課時，

二年級的學生除了面對面使用英語討論課程主題之外，也使用 GS 網路系統進行意見

交換及整合，那是一套類似便利貼的網路合作分享軟體。語言本身重要的功能之一

就是社會互動，在這個班級中，他們除了聽彼此使用英語分享意見之外，也會使用

學校的軟、硬體(GS 軟體和自己攜帶的 MacBook)，來進行小組合作成果的呈現。有

趣的是教室裡充電設備充足，可見該校很習慣讓學生帶 MacBook 在課堂中上課。因

此，建議臺灣未來蓋任合新的學校建築物時，務必將電器資源保留充足。未來的校

園應該不會只有教師需要使用資訊設備，也不只電腦教室會有資訊設備，普通教室

未必只有單槍等電子設備。例如:日後學生攜帶電子書沒電時，會需要充電設備。若

未事先保留，日後可能會負荷不了而將會需要花費更多成本擴建，因此，有遠見的

作法就是一般教室都應該保留充足的電器線路。尤其要進行英聽環境，不應該只在

視聽教室進行，而是在一般教室中，隨時隨地都可以使用科技設備來強化英聽的環

境。 

再舉另一位中學英語教師的英語課為例，下圖 20 為 SST 中學第二語言課程的教

學現場照片，使用的設備和英語課其實大同小異，不過這一位第二外語教師習慣使

用短片播放作為每次課程一開始的暖身活動，然後進行相關議題的理解探討。和英

語教師相同之處是這一位第二語言教師同樣會走下來和各組聊聊他們的理解狀況，

如下圖 20 最左邊所示。並且盡量使用學生該堂課正在學習的語言（目標語言）來進

行發問及解說。因此，建議在臺灣的英語聽力課程中，教師也應該走下台，和學生

互動，如果一對一互動有困難(例如時間限制)，就善用各種合作學習機制，教師走下

台和各組各別互動，並且盡量直接以英語和各組學生互動，而不是使用中文。圖 20

右邊顯示學生雖然使用科技設備輔助與全班互動，同步也進行小組內面對面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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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SST 中學第二語言課(學生使用「MacBooK」、教師使用「電子白板」) 

 

筆者發現新加坡不同學校會有各校自己的特色，SST 中學主要的特色就是每位

學生都有一台 MacBook，在不同課程中都可以在傳統教室中派上用場，不需到電腦

教室中就可使用多媒體等輔助教材，學生也非常習慣課堂上使用自己的筆記型電

腦。難能可貴的是筆者參與活動期間，發現沒有資訊設備的使用秩序問題，每一位

學生都被訓練確實將其輔助工具（例如筆記型電腦）應用在課堂教學中，不會拿來

作別的事，這必定是教師從很早就開始訓練及規範，另外也透過資訊中心作適當的

管制。反而是在南僑小學，有少數小四學生使用平板電腦時，會偷連 Youtube 觀看其

他影片，因而遭到任課教師在該節課沒收該生的平板電腦。 

有別於 SST 中學學生每人自己購買一台 MacBook，南僑小學四年級學生則是每

位學生一人一台平板電腦，該校決議購買的是 Acer 的平板電腦，全校統一購買除了

有折扣之外，每位購買的學生還有獲得新加坡福建會館的經費補助，家長花費比外

面購買還要少的成本，就可擁有一台在南僑小學許多課堂上需要用到的平板電腦，

不例外的，他們也將平板電腦活用到第二語言學習課堂中。例如下圖 21 左邊顯示第

二語言教師使用科技設備，在小學設計了一個教學活動是和情境學習相關的，讓學

生拍照之後，針對照片內容的情境造句，最後讓學生將造的句子分享出來。這雖然

是造句及口說活動，和聽力沒有最直接關係，不過因為這種方式是近幾年來語言教

學方面結合科技的創新及創作，因此筆者特別分享出來。下圖 21 右邊照片可看出一

位學生在拍另一位手上拿著一樣東西的學生，他們一定是討論出什麼點子或共識，

就開始透過自己建立的情境，來造出一句符合照片中情境的句子。畢竟外語環境不

可能每個情境都剛好符合學習內容，因此有時發揮學生自己的創意，讓學生自行佈

建，並結合到第二語言學習課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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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南僑小學第二語言課(學生使用「平板電腦」、教師使用「投影機」) 

 

除此之外，南僑小學也有使用智慧型手機來進行輔助第二語言學習，使用的年

級是小學三年級的學生，筆者發現學習者年紀真小，但是卻操作熟悉！現今智慧型

手機不只可以播放影片、多媒體、上網、傳遞訊息等等之外，也可以安裝教學軟體。

下圖 22 為小學三年級第二語言課程，手機上裝有第二語言學習的軟體與教材，不必

帶到電腦教室去，學生人手一機分組坐在一起討論面對面討論，教師穿梭期間以瞭

解學生的學習情況，學生也能在課堂中移動找尋其他新的合作或討論對象，在臺灣

則是習慣學生一人一張桌子、一張椅子，不准走動。其實如果配合活動需要，這樣

的方式確實對學生之間的交流與互動非常有幫助，並不是別人作得到而我們國情不

適合，要有這樣活潑的教學方式及正確善用各種硬體設備於語言課堂中，確實需要

教師走出舊有的框架，可以接受外來刺激開始。從新加坡未來小學的學習情況發現，

其實兒童操作智慧型手機不會比操作個人電腦困難，只要不是過量的使用，也不致

於對視力造成危害。 

 

 

圖 22、南僑小學使用智慧型手機輔助第二語言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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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諸項方式，要發展在臺灣的語言教學上，還需要一小段距離要走，首先第

一個挑戰就是教師態度、其次是各校設備，最後是教學活動設計，新加坡的模式是

我國觀摩與交流的適當對象之一。以態度而言，因社會認知之一和心靈認知主義的

認識論看待語言的立場不同，我們不宜囹圄於誰是誰非，而應結合外語學習環境、

各校設備，進行符合科學研究理論的實踐研究與教學活動設計。不論習慣使用哪一

種教學模式，不宜有偏見、不宜站在自己的視角，要開放，課堂教學研究原本就應

該更關注實踐。回到現有臺灣的模式，其實許多學校都有所謂的視聽教室，如下圖

23 顯示新加坡也有類似電腦教室的設備，學生直接在該專門教室中上語言課程，大

家還可將理解結果分享到學校的網路社群之中。目前臺灣首要建立的應該是各校的

無線網路以及教材資源，可喜的是許多學校已經達到。如果校方有意善用行動學習，

智慧型手機的部份不需要校方提供，有不少學生自己擁有，不過目前校園中限制使

用，教師也不熟悉如何善用於教學活動中，相信行動學習在語言課內、外的延續學

習上，其實是有不小的可利用空間的，只要規範設立清楚，其實那是一項不錯的學

習載具。 

 

 

圖 23、電腦教室中備有電腦網路以及耳機麥克風 

 

英語聽力只是無線網路的其中一個受益者，當然分享給學生的無線網路，應該

讓學生使用自己帳號密碼去登入，不應該匿名或完全開放。除此之外，無線網路的

目的在於讓學生進行學習，例如使用平板電腦等行動設備存取校園中英語聽力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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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教材，可隨時隨地利用下課或課程時間各自播放。所以，除了校園提供英聽教

材之外，也可准許學生連到外面語言聽力訓練相關網站，如果擔心學生使用網路玩

FaceBook 或與學習無關的遊戲網站，或者不慎連到爆力或色情網站，校方可透過校

園中的無線網路防火牆限定可連或不可連的位址。 

在新加坡不論中小學都有資訊專門人員，他不必授課，專門支援校內所有的資

訊相關問題，當教師使用科技到教學中有任何需要時，他可提供必要的援助，在臺

灣這個專業的角色也將是十分重要。為了提升臺灣英語聽力環境，應加強與英系國

家的學生互動，有了網路不必在花費大量機票費只進行短時間互動，科技及網路平

台，還有一般英語聽力環境中必要的耳機和麥克風，可以讓中小學和有合作關係的

國外的學校進行常態的互動，也就是每週都有一節課與國際學校進行語言交流或語

言交換。臺灣絕對有語言交換的交流優勢，因為現在世界華語熱，許多美系或英系

的國家，也都在中小學強調使用華語，最自然的學習方式不是從「寫」開始，而是

從「用」開始。當學生有需要用到時，學生的聽力能力才能真正進步。 

 

二、觀察教學中所含有的「軟體」設備	

關於英語教學中所使用的軟體，以觀察 SST 中學英語課為例，該校國二英語課

使用 GS 軟體讓合作學習成果可以即時分享出來。基本上在臺灣就算沒有合作學習的

特殊軟體，仍可直接使用現成的網路軟體，例如：Google Document 共用文件，或免

費的線上便利貼(網址 http://en.linoit.com/)。這些合作共享軟體，Google Document

適合用在合作註記，而線上便利貼可用在即時分享討論給其他小組，比較類似新加

坡 SST 中學所使用的 GS 軟體。如下圖 24 所示，學生上的是第二語言的課程，從圖

中可看見學生個人的筆記型電腦中可顯示多種不同顏色的電子便利貼方塊，試窗下

面為小組內成員的理解共享，視窗上面則外其他組分享出來的理解內容。這種分享、

討論及合作學習的活動，是在觀看完老師所播放的第二語言影片(取自 Youtube)之後

進行的，也就是一堂課不會是從頭到尾單純只有使用多媒體訓練英語或第二語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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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力，而是在聽完之後，還會設計許多教學活動，而且所進行的活動搭配適當的軟

體應用，就像新加坡 SST 的語言教學方式。至於教學的多媒體或影片，教師也不難

從網路上取得適當的素材，例如下圖課程中使用的便是 Youtube 上的影片。 

 

 

圖 24、合作學習軟體：例如 GS 

 

另一位在新加坡教小學 3 年級的英語老師(Jenny)，使用在其英語課堂上的是線

上 遊 戲 軟 體 ， 例 如 第 二 語 言 認 字 遊 戲 、 英 語 教 學 網 站 的 拼 字 遊 戲 ( 網 址 

http://www.spellingcity.com/) ， 該 位 小 學 老 師 的 英 語 拼 英 遊 戲 網 站 位 於

http://www.spellingcity.com/yiannee/ ，如下圖 25 所示，該教師認為她使用這種現上

拼音遊戲在她的英語課堂中成效很好，尤其是在字彙拼字及發音。 

 

圖 25、英語拼音線上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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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新加坡的中、小學英語或第二語言教師也善用網路社群軟體，除了

協助學生於課堂中現場即時互動之外，也讓語言的互動性延伸到課堂之外。有一位

小五的第二語言教師使用 Edmodo 讓學生在網路上分享他們對教材理解的成果，

Edmodo 是一套免費軟體，由於介面非常類似 Facebook，因此小學五年級學生非常快

速上手，Edmodo 軟體網址為 http://www.edmodo.com/home，筆者也有在該社交軟體

中註冊帳號，並且和新加坡許多中、小學教師建立朋友關係，互相連結，還曾經彼

此透過 Edmodo 進行非面對面的遠距同步討論。除此之外，新加坡小學英語教師 Jenny 

See 也公開分享她使用 Edmodo 在小三英語課堂中的情況，如下圖 26 所示。學習語

言的目的就是在交流，讓學生從各種「使用」的機會中自然而然習得及加強，如果

語言學了卻沒有機會用，那麼學習成果不容易累積，尤其是英語聽力。筆者發現新

加坡的中、小學教師們相較臺灣的英語教師們有更多的意願去使用這些社群軟體，

讓學生的語言使用機會從課堂中延伸到課堂外，讓師生以及學生之間的互動，也可

以從課堂中延伸到課堂外。老師可以善用社群軟體，設計一些語言聽說學習活動，

例如：學生自己在家錄自己說英語的錄音也可以上傳到社群中分享給同學聽。 

 

 

圖 26、使用 Emodo 網路社群軟體在小學 3 年級英語課 

 

不論是 Emodo 或是 Twitter，筆者原本在臺灣都不曾使用過。到了新加坡進行專

題研究增廣許多見聞，發現新加坡居然也有中學教師將 Twitter 用在她的英語教學當

中！因為好奇她(TAN Li Wee)如何將 Twitter 活用到其教學活動中，因此筆者很專心

聽取她兩次在互動學習課程中的經驗分享，如下圖 2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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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在中學英語課堂上小組活動中使用 Twitter 即時與全班互動 

 

臺灣規定上課時間學生不准使用手機，但是新加坡中學教師陳麗瑋老師將學生

進行分組之後，每一組有一位代表可以拿出 3G 手機，目的是讓該位學生使用手機即

時將該小組討論結果在傳統沒有科技設備的教室中，直接將該小組討論結果傳到

Twitter 上去，而教師可快速地從她自己的設備連上 Twitter 收到即時動態更新。如此

可促進課堂互動，除了有助於英語口語互動與聽力理解之外，該課程還結合改寫的

主題，使用學生手邊現有的設備，其好處是不需要到電腦教室，各組學生使用自己

的手機，連上無線網路及 Twitter 功能。而老師將班上各組回應在 Twitter 的結果投影

在前面螢幕上，全班學生都可看到，學生可即時看到其他學生理解後重新改寫結果。

教師可以即時看到學生回應結果並給回饋，任何學生可以透過重新發表來修正之前

分享的內容，學生在活動期間更融入改寫的活動與討論。在這樣的活動之中，不論

是小組合作之社交互動能力、英語口語會話、英語聽力理解以及改寫的主題都是這

一門課堂教學活動中學生獲得的學習。在這樣的教學活動設計中，教師不需要使用

任何的紙張或回收任何的作業，而且可以即時回饋，學生也充滿了興趣，並融合學

生日常生活中慣用的網路社群媒介。該位中學英語教師分享其選用 Twitter 作為輔助

教學有五大主因，分別是即時性、互動性、融入學習、即時回饋、合作討論與分享。

分享的內容仍可隨時以及即時修改重送，有彈性又不浪費紙張。 

多媒體播放軟體而言，透過簡單的按扭操作來提供適時的輔助資訊，或只要調

整難度拉桿即可增加或減少影片下方所顯示的字幕單字釋譯或說明，諸如此類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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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輔助來建立簡單、適性的科技輔助聽力教學環境。 

 

三、觀察使用的教學策略	

關於採用何種教學策略的問題，由於參與的新加坡中小學皆是當地的未來學

校，因此教學方式都較靈活，強調學生應該建立自主學習或引導學習，避免高成就

的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沒問題，但是低成就的學生卻無所適從。因此深入校園中的

研究人員都會直接建議教師應該在教案中詳細分析，並說明教學策略與鷹架。教材

的編寫必影響學生習得的詞彙內容與多寡，好比聖經就是英語的基本詞彙。對於英

語聽力而言，在新加坡是先會聽才學會字詞，但是在臺灣往往是相反，原因是我們

的學生從小在家庭中並不像新加坡的小孩在家與父母用英語對話。不過我們可以學

習新加坡在校園中建立學生合作學習及發表的能力，不論在新加坡的中學或小學，

發現到第一個最常使用的教學策略就是合作學習！尤其在中學英語方面的分組，英

語教師偏好使用同質性分組，也就是程度相近的在同一組。教師反應這樣的教學活

動比較能夠依照各組不同適性化分配，而且教師們認為教學成效較好。 

英語聽力的強化基石在於｢環境」的提供，過去大家所重視的英語文法是人們從

語言中組織出來的一套系統，在臺灣由於過度重視教師授課、學生聽課的以「教師

為中心」語言學習模式，直接將這套系統教給學生，但是學生確實際難以活用或善

用於生活之中，沒有適當的外語環境而導致學生缺乏從環境中自己發覺社交語言

(Social language)之各種形態(Pattern)的自然習得模式。在新加坡由於官方語言是英

語，因此他們英語的學習方式是雙向的，一方面可以將有系統整理出來的教材教授

給學生，但是一方面學生又可從課堂中的英語互動以及日常英語環境中去善用及自

行發掘出許多語言的用法或規則，這種自然從聽到說的習得過程，讓他們的語言使

用能力大大提升。 

「情境」在語言習得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對於外語聽力而言，新加坡

也很強調情境學習(Situated Learning)！例如將課堂上的造句活動，搬到日常生活中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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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學生使用行動設備拍下照片，並將當時遇到的情境用第二語言造出一個句子，

然後可以使用錄音錄下自己唸出所造的句子。在這個無縫學習的活動中(結合課堂中

所學和課後活用)，甚至有的家長也有加入。新加坡教育部有建立一些學習平台，除

此之外微軟也有配合新加坡未來學校的專案，提供一些平台給校園，也呼應了第一

個研究議題硬體建置中，Internet 建置在語言交流活動中的重要性。因此，學生隨時

隨地可以將他們情境用第二語言表達完之後，上傳到學校的學習社群中，分享給其

他同學聽或觀看。這真的是當地教育部「未來學校」辦公室有遠見的提供專題研究

給研究人員和中小學合作進行出來的豐碩成果，因為只有教師沒有研究人員的建

議，或者只有研究人員的高見卻沒有實務教師參與，都難以讓研究成果普及，或者

讓優良實務教學擴展到其他學校。 

有了情境，就很自然地在課堂中設計了溝通教學法(CLT)，這個教學法正好在臺

灣中小學也頗受重視，目的是讓學生藉由活動的交流，可以自然練習及習得語言。

可惜臺灣受限於教學進度，因此無法徹底實行。既然受限於課堂時數有限，建議中

小學應該將課堂的小環境延伸到全校的大環境，例如：中午午餐時間全校統一播放

英語新聞、英語笑話、英語歌曲等等，就像 ICRT 這類的廣播橋段也可以，只是要依

照該校學生程度，慎選播放內容，或許一開始許多人聽不懂，但是一旦長時期的曝

露在有英聽的環境之下，久而久之可以習慣一些腔調。當然，切忌在吃飯這種休閒

時間播放過於嚴肅或枯燥的內容，否則不只沒有人要聽，若有教師甚至說要考關於

午間播放的聽力的話，如此一來失去自然習得精神，而且學生又可能抗議壓力倍增，

因此建議仍要和正式上課所播放的聽力主題或內容有所區隔。由各校的英語科教學

研究會決定及挑選出在這段時間可以融入校園的英聽內容。 

關於英語課堂中的教學，中學以上的英語教師為了強化學生聽力，建議不宜全

中文教學，就算全英教學臺灣的學生不像新加坡的學生從小可以適應，英語教師也

可以在教學解說過程中與中文和英文參雜的方式，讓學生先從習慣使用的關鍵字開

始聽懂，然後再逐年增加在課堂中使用英語進行教學內容說明的量。包括在新加坡

進行第二外語教學時，教師都盡量不使用第一語言作解說，而是直接以第二外語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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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說明，不論在南僑小學或是在 SST 中學，都是如此。而且教師在說明過程中，並

非以自我為中心的解說角色，而是會不斷的問問題，刺激學生思考與回應，同時有

聽有說同步進行。臺灣的學生普遍不像外國學生如此擅於互動，除了風俗民情的不

同之外，主要還是從小習慣的教室學習模式，一旦遇到外語就更慘了，就算聽懂也

未必敢說。因此建議從小學英語課開始，英語教師應在課堂之中多多結合一些任務

給學生，也就是所謂的任務導向學習，例如：新加坡南僑小學 3 年級在課堂中的學

習教材中設計三個任務環給學生，除了一開始上課的暖身，老師會複習過去所教所

學並藉由活動詢問學生一些組織性問題，然後進入主要任務，往往會讓學生小組進

行，然後最後會進入最後一個任務，由師生一起總結今天語言課程中學到哪些。這

樣完整三個任務環所需要的時間為 60 分鐘，是新加坡小學兩節課加起來的時間(新加

坡小學一節課為 30 分鐘)。如此一來教師進度已經融入了該三個任務導向學習

(TBLL；Task-Based Language Learning)的任務環中了，學生在完成那些任務的過程當

中獲得學習。下課之後，為了讓課堂的這些任務活動可以延續，往往教師會派課後

任務，並結合探究式學習(IBL；Inquiry Based Learning)。例如剛好小學某一課教科書

教到的是跟食物有關的議題，教師在下課時就要求學生回家查詢臺灣夜市有名的小

吃是什麼，下一次上課要以第二外語表達自己所查到的資訊給大家。學生在這些分

享過程中，進步的不只是第二語言的聽力，還有口語表達及互動。 

專門針對聽力的訓練除了前述各項真人互動的教學設計，以及學習情境的建立

之外，最常使用來加強的就是多媒體。因為增強聽力不二法門就是多聽，多聽的來

源從日常生活的大環境，到英語課堂上的小環境，還有課外的各項活動機會，在臺

灣往往就是鼓勵學生多聽課文 CD，多聽空中英語教室、常春藤或 Live ABC 等等線

上英語廣播。其實除了這些教材之外，學生仍可從生動有趣的外國影片中獲得英語

聽力訓練。只可惜在臺灣的電視台由於都有字幕，我們的國民習慣在觀看電視或電

影時會依賴字幕，於是在使用外國影片進行聽力訓練時，學生可能會因此過度依賴

字幕而沒有將焦點放在聽上面，反而放在看或讀字幕上。因此本研究建議使用多媒

體教學時，應該對字幕進行適當處理。如果一開始就將全部字幕拿掉，那就好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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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英語聽力學習過程中將輔助鷹架拆掉，其實這樣反而容易讓學生聽力理解遇到

嚴重阻礙而失去學習興趣。因此以下針對中小學，提出多媒體聽力訓練所適用的不

同輔助方式：  

 

1.	 小學生字彙量不足時，聽力訓練影片教材需要的輔助建議	

小學生的聽力教材之輔助方式由於學習者字彙能力尚不足，因此建議以目標單

字(Target word)為主，例如：配合英語課程相關的多媒體教材(例如：Flash 或 Video)，

每一個課程單元都有生字，可以強化學生對這些生字所組成的句子之聽力。研究也

指出所使用的教學影片長度不宜太長，小學生的專注力和英語背景都比較不如成年

人，例如：有研究只以一分多鐘的影片來進行課程相關之聽力訓練，發現如此一來

所涵蓋的教學內容與字彙較少，適合國小學童使用(張佑慈、許靜坤、黃國禎, 2011)。

英語聽力能力需要時間去培養與進步，建議每一次聽不必太久，但是次數要增加，

隨著英聽的演練週次也增加，將更助於學生的聽力理解能力。這剛好呼應了過去有

研究指出英聽高成就者在過去通常有連續規律的聽英聽一年以上之經驗(陳佩瑜, 

2008)。由於英語教師未必具有良好資訊能力，建議多加善用現成的免費字幕處理工

具，有需要的教師自行決定要隱藏的字幕，在任何一種播放器或載具皆可播放，例

如：國中小 1200 字、常見字(Dolch Sight words)或關鍵字。台南大學數位學習科技學

系 張 智 凱 教 授 團 隊 已 發 展 免 費 的 字 幕 過 濾 系 統 公 開 開 放 供 下 載 使 用 ， 網 址

http://dl.dropbox.com/u/33532799/captionfilter.zip（張智凱、許靜坤、何昱穎、林育伶、

林宗毅、黃祖菁, 2011），除了能讓多媒體教材之字幕呈現多樣化及適性化之外，不

論教師使用哪一種電腦平台都有利於教師教學也助於學生學習。 

 

2.	 中學生字彙量充足後，聽力訓練影片教材需要的輔助建議	

 學生進入國一，開始有較充足的字彙習得量之後，為了達成適性化聽力訓練，



45 
 

字彙的難易度建議可以採用類似全民英檢分級或公務人員英語能力分級的方式。事

實上分級教學在小學高年級也有的學校有實施，但是實施的方式是以英語總成績來

分級，例如分為 A、B、C 三級進行跑班上課。到了中學，仍可依照學生語言能力分

級教學。尤其提供不能程度的學生不同難度的聽力教材、輔助量不同的字幕。除此

之外，影片長度也可加長到十分鐘以上。例如：高中生以上的聽力教材過濾了全民

英檢初級的 2000 字之後，隱藏字幕中的初級字彙來訓練學生熟悉聽力，例如：句子

中的連音、省略音。特別注意，學生會讀、會寫一個字彙，不表示在整個句子中就

可以聽得出來或辨認出其於句中的意函！聽和看是不同的感官，所以省略掉的字幕

目的就是要讓學習者只能靠聽覺輸入！那麼為什麼不完成拿掉字幕呢？因為中學生

的英聽仍需要輔助，以免因為難以理解英聽內容，提高其學習焦慮，使其對英語聽

力學習有挫折感，因此提供部份的鷹架輔助是需要的。換句話說，難度在 2000 字以

上的字幕顯示出來，目的是為了讓學習者具有部份學習鷹架，以輔助學習者透過看

來達到聽力理解的目的。從其他研究中也發現很多影片過濾掉最常用的 2000 字之

後，等於過濾掉平均將近七成的口語常用字（張智凱、許靜坤、何昱穎、林育伶、

林宗毅、黃祖菁, 2011），表示除非更進階的學習者才需要再考慮從教材影片的字幕

中過濾掉更多更難的字彙。使用這些多媒體在訓練英語聽力上時，值得英語老師注

意的是過去研究指出的聽力練習策略中，大學生最常使用的是認知練習，其次是聽

覺沉浸練習，最少使用的是刻意練習（黃正宜, 2007）。在校園中建置情境、融入生活

讓學生有更多曝露於英語聽力的環境中，配合適當的英聽教材，都是各中、小學不

難作到的。 

 

本研究結果已經整理出學校英語教學環境與教學策略之推動的諸項建設性建

議，其中校園環境的軟、硬體之建置是學校行政層面可以執行與達成的，反而只要

經費許可，可能是比較容易短時間建立起來。但是，教學策略卻需要英語教師們從

傳統之中跳脫出來。創新就會有改變，引入科技融入教學來加強英語聽力，將不再

只是傳統播放錄音機，然後老師自己一直教。教師的教學方式也不應以全部中文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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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方式一成不變，上面老師講他的，下面學生沒反應，這樣沒有所謂的師生互動

以及學生之間互動，如何真正強化語言聽力理解？語言就是要有機會用，才會通。

對於前述提到新加坡常用的教學策略，相信我們專業的英語教師也都知道這些策

略，只是礙於其他限制（例如：時間），於是有時知道卻無實踐機會，因而不會有累

積的成效出現。所以未來英語教師在教學研究會當中，盡量以符合自己學校學生之

程度，實際對於校園英語的曝光度可進行討論應該如何設計。語言教師也應該有別

於過去，應對科技逐漸熟悉，善用網路、多媒體以及多元教材，不限定只使用黑板

寫英文字，有時到視聽教室，有時在傳統教室也可使用實體投影機或者使用有趣的

投影片或多媒體教材來輔助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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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為了能夠在時間及經濟上最有效益的方式達到增加臺灣中小學聽力訓練成效，

本研究建議未來國際交流活動透過科技平台進行，使用多媒體加強聽力訓練時，應

提供不同能力的聽力學習者適當的科技環境輔助，以達成適性化語言學習之最終目

的。本研究除了實地探訪當地英語聽力教學情況之外，並對學生學習的軟、硬體環

境及適合的教學策略進行探討與整理，使用多媒體教學時，遇到聽不懂或不易理解

之字彙或內容時，也針對小學生和中學生字彙習得量的差別不同，提出不同的建議。 

綜合言之，本專題研究的目標主要在吸取及學習目前於新加坡執行的英語教學

成功案例的經驗，實地探訪新加坡中、小學英語教學環境的建置，以及教學策略的

應用，依參與觀察所得，建議本國中小學中不同能力的聽力學習者，可從教學環境

中得到適當的輔助，再進一步建立英語外語的跨國合作教學或交流。由本專題研究

之結果與討論，顯示已達成以下各目標： 

1. 實地探訪新加坡英語教學環境（以聽力為主）。 

(1) 探訪當地中、小學英語教學軟、硬體建置。 

(2) 實地觀摩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教育研究所卓越創新學習中心所發展的語言學習

計畫執行情況及環境規劃。 

2. 探討新加坡教師之英語教學策略。 

(1) 探訪當地中小學英語教學策略及其應用。 

(2) 探討適合我國執行的英語教學方式。 

3. 建構電腦輔助適性化聽力訓練之優質英語教學環境。 

(1) 與知名科技輔助語言學習學者互動、交流，参與卓越創新學習中心研究團隊討論

與從合作中學習各種相關新知與強化英語聽力實務操作技能，並建立夥伴關係。 

(2) 促進國內、外中小學生互動，提昇日常英語學習機會。 

(3) 以專題研究所得經驗，提昇參與教師的研究專業能力。 

(4) 專題研究完成後，撰文分享英語教學於聽力訓練之各種實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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